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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湘潭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赋能计划”心理援助志愿者。他们
利用休息时间，走进事实孤儿、单亲困境孩子家中，通过一对一的陪伴、
辅导，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本期特推出“为孩子点亮一盏灯”专题，精选
出4篇志愿者作品，敬请关注。

惠惠是个被贴上了“小偷”“学习差”“不懂感
恩”等标签的孤儿。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学校
所有老师都知道她。

当我第一次来到她的学校，老师们以为我也
是前来捐赠物资和助学金的，纷纷劝我重选一个
资助对象。老师们告诉我，惠惠的监护人伯母多
次到办公室历数她的“小偷行径”，并且“挖出深层
的依据”，惠惠已过世的父亲就是个这样的人。

对于这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孩子，班主任表
示，实在爱不起来。

在班主任寝室，我与惠惠开始了第一次交
流。读三年级的她非常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床沿
上，含胸耸肩，一脸的紧张，眼光怯怯的，像只受到
惊吓的小猫。

我用尽量轻柔的语气，尝试着与她交谈。慢
慢地，气氛逐渐变得轻松起来，她对我的戒备也没
那么深了。我问起她未经同意就拿了伯父十元钱
的事。她轻点了一下头，头垂得低低的。

“你是想买什么东西吧？”
“书壳。”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像你一样的经历。”
她有些惊讶地抬起头来。我微笑地看着她，

说了自己成长中的一段故事。
“其实许多孩子会有像这样的经历，只是有的

说出来了，有的被隐藏了而已。这不能决定‘品德
好不好’，更不能决定未来。你看，我虽然做了那
样的事，现在不也是个挺好的老师吗？”我对她眨
眨眼。

“我们班有个同学，有次偷了90元钱买东西，
同学们都鄙视他。”她开始表述自己的观点。

“你既懂事，又有荣辱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这很好。昨天的事已经过去了，回不来也
抓不到，明天我们做好就可以。”我说。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中学到过这句话，‘你
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惠惠的话给了我一个惊
喜。我没有想到，语文老师口中“连题目也看不
懂”“从来没有写完过作业”“字都写不拢”的孩子，
竟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林清玄这句有哲理的话。

随着交谈的深入，她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当
我准备离开时，她告诉我，要将剩下的钱还给伯
父。

两周之后，我再次来到这所学校。我称赞惠
惠的语文老师课上得精彩，因为她让一个学习成
绩不好的孩子记住了课文中的句子。交谈中，我
了解到，语文老师曾是惠惠一二年级的班主任，这
位老师细心、善良，有着细腻的爱，于是再次表达
了我的感谢与赞美。

这位老师拿出语文作业登记本，惠惠的那一
栏里几乎全是红色的“×”，只有两次是半“√”。我
与老师商量，给惠惠私下定制一个表格，作业没写
完的时候不打“×”，只打“半√”，如果写完了的话
就给一颗星。我建议老师关注惠惠类似于“字写
得工整”的优点，而忽略惠惠作业上面的错误。

或许是被我的真诚打动，或许是其他原因，老
师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两周之后，我收到反馈：“惠惠最近有很大的
转变，字写得特别好，从9月19日到10月11日，只
有两次作业是‘×’，有四次是全‘√’。惠惠有一次
丢了坐车的钱，老师便自掏腰包为她付了车费。”

我打电话感谢老师时，老师欣喜地告诉我：
“惠惠举手回答问题了，每个字都读得很准，我表
扬了她。”“惠惠的作业得了五颗星。”“惠惠将古诗
都背完了，字又有了进步。”

一次，我与惠惠交流时，发现她对我学生的演
讲视频很感兴趣，于是让她用两周时间做准备，然
后给她录制一个朗诵音频。令我没想到的是，两
周后，她竟然选择了用背诵的方式来朗诵。在听
了录制效果后，她要求再录制一次。我对她给予
由衷赞扬。后来，我将这个音频发给了她的老师
和家长。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了播放，并大加赞赏。

老师们对惠惠的正面评价，让惠惠的家长也
有了改变。他们在谈到惠惠时开始轻松开心起
来。

当期期末考试，惠惠的语文成绩第一次及格
了，打了 65分。更重要的是，“偷窃”事件再没有
发生过。后来，我再次去学校时，许多孩子成了惠
惠的好友。惠惠的爱好越来越广泛，从打羽毛球
到跳舞、跳绳、画画等。

今年3月，我给惠惠送生日礼物时，她已进入
中学校园。她有了新的老师和朋友，他们都没有
感觉到她的“特殊”。

（作者系湘乡市二中教师）

爱是相互拥有
李平

我以为，是我给你一颗璀璨的星星，其实，是你给了我
整个浩瀚的星空。 ——题记

（一）
从档案里，我知道了你这个小男孩。你尚在襁褓中

时，父母便已双亡，由爷爷奶奶带大。你和我儿子同龄，都
是8岁。

2018年的 9月，我带着儿子，第一次来到你的学校，第
一次见到你。你瘦高个儿，怯生生的，总是欲言又止。你
的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却没有神采。是的，不见疑问与好
奇，没有一星半点期待，有的只是无尽的空洞，仿佛黑夜吞
没了所有光彩。一瞬间，我的心便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地
揪住了，有着一种莫名的心疼。

我们在学校食堂，陪着你画了一幅画。放学的铃声响
起，你应老师的要求，生硬地与我们说再见，没有挥手，没
有回头。

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不同？
再见你已是11月。你仍是怯怯的，对我就如第一次见

面时一般陌生。
我微笑着喊你的名字，静静地看着你，期待你可以回

我一个礼貌性的微笑。可是，没有。你给我的仍是一张扑
克脸。我想，也许婴儿时，你眼睛里看到的就不是妈妈明
媚的笑容、爸爸逗乐的模样，而是爷爷沉重的叹息、奶奶哀
愁的哭泣。这些不幸让你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向你询问，这两个月学校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想以
此为切入点拉近与你的距离。你沉默，还是沉默。我知
道，你的心门紧紧地闭着，不准备向我这个仅仅见过两次
面的陌生人开放。

还好，你还记得我儿子的小名，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
知道他更喜欢奶奶一些，还知道榴梿是他唯一喜欢的水果
……

（二）
时光匆匆，转眼三年。从我的学校到你的学校，从我

的家到你的家，我往返 25次，每次 50公里路程。路程没
变，我与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我悄悄地来到教室外，你用眼角余光瞟我，不经意间
嘴角微微上扬。下课后，你站在我面前，用很小很小的声
音喊李老师。如蚊低吟的声音在我耳中却如春雷乍响。
作为一名心理援助志愿者，我看见了曙光。

渐渐地，你会告诉我，你的好朋友是那个黝黑机灵的
小个子男生。你一说起他，就忍不住笑了。有个小女生每
天帮你报生字默写，有点霸道，但你不敢偷懒。

学校简陋的球台前，我们一起练习乒乓球。你最终获
得了班级第二名，我奖给你一副新球拍。周末，我接你来
家里。你迷上了拼装，说起小时候把家里闹钟拆得只剩一
堆零件，被爷爷奶奶说成“败家精”的糗事。“六一”节到了，
我将拼装汽车作为礼物送给你。你当天下午就拼好了，喜
滋滋地发微信图片给我。

一天晚上，你打电话告诉我，想来城里上学，因为原来
的班主任去支教了。我听出你声音里的焦灼、期盼还有不
舍。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已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你心中可
以信任和依赖的人。

一千个日夜，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不是老师，不是
心理咨询师，我就是陪着你，走过人生一段曲折蜿蜒的羊肠
小道的那个伴，有时候，我在前面，有时候，我在你身后。

（三）
2020年 12月 2日晚，窗外雪花飘舞。手机铃声响起。

“老师，我等会儿来您家玩！”你响亮的声音传来。我下意
识地想拒绝，天冷路滑夜黑，如何保证安全？你奶奶仿佛
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别担心，我们搭便车。”因为司机晚
上9点前要赶回家，我们只能在马路边见面。

“李老师好！”你打开车门，跳了出来。两个月不见，你
都跟我一样高了。你微微地笑着，寒风也没有让你减掉一
分颜色。你奶奶从车上拎出一袋冬笋，还有一只瑟瑟发抖
的鸭子，一定要送给我，且不许推辞。你也热切地望着我，
虽然什么都没说，却让我无法拒绝。

还好，路旁有个童装店。我牵着你的手，让你选一件
喜欢的棉袄。你挑选了一件奥特曼羽绒服，头部设计成戴
眼镜的头盔状。你穿上后十分开心，我们相视一笑。

时间到了，你钻进车内，很快摁下车窗，大声地说：“老
师，再见！”我分明看见你的虎牙在熠熠闪光。

记得签订志愿者协议的时候，有一个要求：以陪伴为
主，用心倾听……我曾经疑惑，如此这般，心理援助志愿者
与普通志愿者的区别又在哪里？慢慢地陪着你走，我逐渐
明白，这世上美好而纯粹的，是将一颗心靠近另一颗心。
这一千个日子于我弥足珍贵。

（作者系湘乡市湖铁实验小学教师）

她 10岁，读四年级，父亲在 7
年前因意外逝世了，母亲另外组建
了家庭。她由爷爷奶奶带着，很不
自信，数学成绩在读二年级时是班
上倒数第一名，只有36分。

在和她的交流中，我了解到，
她经常受同学的冷落、歧视，她觉
得自己很糟糕，没有父亲，成绩又
糟糕，于是封闭自己，放弃自己，离
群体越来越远。我尝试去倾听她
的内心，用心关爱她，尊重她，平等
对待。

最开始孩子很少笑，一点小事
做不好就容易急躁，经常贬低自
己，“我真不行”“我什么都做不
好”。我单独与她爷爷、奶奶、妈妈
和班主任一一联系，建议家长和老
师给孩子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设身
处地去体会孩子的感受。我提醒
家长，这个孩子越早从哀伤的情绪
中走出来，越能够坚强地走进新的
生活。

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我尝
试去挖掘她身上的闪光点。有一
次，她主动在我面前表演下腰，我
大力鼓掌说：“哇，你太厉害了，这
么小就能自如地下腰！”她听后很
高兴，兴奋地说：“老师，我再跳一
段舞给你看。”我一边欣赏她的舞
姿一边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小
舞蹈家！”我的赞赏让她越来越自
信。她学习舞蹈的积极性也越来
越高，由原来的害怕参加各类活
动，变为现在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上个学期，她主动参加朗诵比赛得
了三等奖。今年，她被选拔参加了
湘乡市的艺术节，获得了二等奖。

在一次谈话中，她对我说，很
想学好数学。我鼓励她仔细想想
有哪些学好数学的方法，写在本子
上，接着引导她思考这些方法如何

才能做到。她说，想让班上的数学
小明星做她的小老师。我在心里
想，我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就说：

“好啊，你们两个人可以相互学习，
你是跳舞小明星，你可以教她舞
蹈，她可以教你数学，加上你自己
想的小妙招，相信你的数学成绩一
定会有提高的。”接着，我找了她班
主任单独谈了话，请她给孩子安排
了一个小老师，让他们相互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在小老师的帮助
下，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下，她的
数学成绩慢慢地进步了，由原来的
三十几分到及格，有一次还打了 86
分。她对学习数学的兴趣越来越
高。

孩子的蜕变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只要我们老师、家长和同学，
用自己的爱心真诚地呵护他们的
心灵，在他们心里种上爱的种子，
激发孩子的心理动力，相信他们一
定能蜕变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作者系湘乡市芙蓉学校教师）

公益不是一次就结束，而是长
期的心灵陪伴之旅。当一个孩子，
从第一次见你时的胆小拘谨，到几
次走访后，带着试探的眼神问你“下
次什么时候来？”你就会觉得一切努
力都是值得的，就像你一直呵护的
种子，终于破土，那种感动无比幸
福！

小乐（化名）是一名孤儿，出生
不久后，父亲因意外去世，2岁时，
母亲又被人误杀。

那天，我们第一次来到小乐家，
他奶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
诉说了小乐的不幸。小乐在一旁默
默地低着头。

聊天中，我们得知，小乐所在的
学校全校师生不到60人，他们班本
来有 12人，不久前又转走两个，现
在只有10人了。小乐没什么朋友，
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在家，唯一的
玩伴就是邻居家的小黄狗。我们从
对话中感受到了他的孤单。

经过多次走访后，小乐开始把
我们当朋友，看到我们来了，会开心
地跑去田里喊奶奶。

看着年幼的小乐、年逾七十还
在努力劳作的奶奶，我不由得心中
一痛。

我们答应带小乐去游乐场玩。

奶奶很开心，因为这是她一直想做
却没法做到的事。

那天，小乐早上 5点就起来写
作业，8点写完后就一直在等着我
们到来，还特意穿了一件看起来比
较新的衣服。

当我们来到游乐场时，太阳已
高高升起。由于天气热，我们怕小
乐中暑，就建议他把外套脱了，但是
他却坚决不肯。我们旁敲侧击，终
于得知，他里面穿的衣服有破洞。
知道原因后，我们都有一丝丝心疼，
于是蹲下身子温柔地告诉他，“没关
系的，我们待会去厕所里脱掉里面
的衣服，就穿外面这件最帅的。”他
这才应允。

其实，类似小乐这种情况，我们
不应只关注他们的成绩分数和物质
条件，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走
进他们的心里，倾听他们的想法，因
为他们比其他的孩子更需要一份
爱。

您的一个微笑，会点燃他们心
中希望的火花；您的一点爱心，能改
变他们的一生。每一分温暖对于他
们都弥足珍贵，每一分温柔终将化
成成长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湘潭市二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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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孤儿不再孤单
肖洁

激发孩子的心理动力
周成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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